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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占奎 河南省鲁山县人大常委会

张体辉 湖北省竹溪县人大常委会

我和代表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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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我从湖北省竹溪县人事局
调入县人大常委会，任秘书科科长，那时
的我，对人大工作知之甚少，为了使自己
更快地进入工作角色，熟悉人大业务，我
在众多的报刊里找到了她——《人民代
表报》。从此，她就像久违的故人，陪伴
着我左右。

初识《人民代表报》，被她齐全的栏
目所吸引，既有时政新闻、综合消息，也
有代表故事、理论文章等，每一个栏目都
值得我认真阅读，每篇文章都值得我去
细细品味。读时政，提升政治素养；读消
息，了解工作动态；读代表故事，学习写
作方法；读理论文章，在工作中运用。学
习增长才干，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熟
练掌握了人大工作的程序，悟出了一些
写好人大新闻的方法。于是，我结合工
作实践，把县人大的工作动态、创新做

法、工作心得记录下来，整理成文，反复
打磨后，向《人民代表报》投稿。我撰写
的《人大代表要有“三力”》《坚持五个五，
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竹溪县免费为代
表体检并建健康档案》《尊重代表主体地
位，促进代表依法履职》等文章先后在人
民代表网上发表，给了我信心和力量。
勤于练笔，笔耕不辍，功夫不负有心人，在
2010 年 8 月 17 日，代表报第三版刊登了
我的文章《审议发言切忌讲“四话”》，看到
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激动的心情
无以言表，我也在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
写出更多好文章，更好地宣传竹溪人大。

我的文章能在《人民代表报》上发
表，所产生的鼓舞力量是巨大的。这件
事情，激起了我写稿投稿的热情，在认真
阅读学习别人文章谋篇布局的同时，我
利用业余时间写稿，宣传竹溪人大的工

作，10 余年来，先后有几十篇文章被《人
民代表报》采用。当然，比起发表文章更
重要的是，《人民代表报》给我提供了一
个努力向上、积极奋进的重要平台。正
是因为我撰写的文章常常见诸报端，也
因此成了机关里的“名人”“能人”，得到
同事们的肯定，受到领导的赏识，从秘书
科科长到办公室副主任，又从办公室副
主任到代工委主任……岗位不断改变，
但始终没有改变的是我不间断地向《人
民代表报》写稿投稿的习惯。

在这些文章发表的背后，我要感谢
《人民代表报》的编辑老师，每次文章发
表后，我都能在报纸上看到编辑老师们
对我所投稿件的细心修改，一些字句的
改动慢慢品读后发现处理得恰到好处，
令我心生感激，督促我不断地成长进步。

《人 民 代 表 报》是 我 的 恩 师 ，更 是

我 的 挚 友 ，十 六 年 ，弹 指 一 挥 间 ，但 十
六 年 来 建 立 的 深 厚 情 谊,我 将 始 终 珍
惜，如同一壶陈酿老酒，陪伴愈久愈是
香醇。

亦师亦友 愈久弥香

说起我和《人民代表报》的故事，不
是一个，而是一串。

“新兵”“抢白”顶头上司。我是一个
不善言辞的人，在河南省鲁山县人大常

委会办公室还是两年“新兵”的时候，竟
敢“抢白”我的顶头上司。那是 1988 年
国庆节后的几天，散发着墨香的《人民
代表报》创刊号飞越千山万水来到了鲁
山县。我第一个从邮递员手中把《人民
代表报》接了过来，先捧在手中，而后又
久久地护在胸前。当时的办公室副主
任 见 状 ，打趣我道，怎么突然有点“傻
冒”，上班可要注意仪表形象。我对他
说：“您不懂一个喜好‘爬格子’的人的心
情，我可是极爱这份油墨飘香的报纸！”

稿子入选《精选头条赏读》。起初，
我不断向《人民代表报》投稿，总是“泥
牛入海无消息”。后来，《人民代表报》编
辑老师不断给我寄来回复的信件，每一
封都在原稿上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寄出
的稿子原本是黑漆漆的方块字，寄回的

稿子则是红彤彤一片。我知道那殷殷的
红，是编辑老师爱护作者的一片赤诚之
心。多年的努力，也让我成绩斐然，我成
为《人民代表报》特邀通讯员和优秀通讯
员；所写的稿件，有三篇上了《人民代表
报》头版，其中一篇还入选报社 2004 年 6
月 31日出版发行的《精选头条赏读》。

权力机关兴师动众送“大礼”。10
年前，县里换届选举后的一天下午，办公
室主任和选工委主任突然说道：“明天咱
们分组下乡！给各乡镇送份大礼！”大家
一愣，在反腐倡廉风正劲的时候，送什么
大礼？很快，大家就反应过来，拍响了巴
掌，是送《人民代表报》啊！于是，我们立
即把保存的《人民代表报》集中起来，用
红 绳 捆 起 ，于 翌 日 送 到 各 乡 镇 人 大 手
中。当时，我看到有些乡镇人大负责人

的眼中闪现出激动的光。他们说：“人大
换届后，咱这里来了不少新人。这‘大
礼’，能使他们尽快进入角色。”

眼下，我已退休。但是，我依旧割舍
不下县人大宣传工作，尤其是和《人民代
表报》的深厚情谊。期间，县人大常委会
经常邀请我旁听常委会会议、跟随代表视
察、服务人代会及其他活动，我也积极参
与报道新时代县人大的新担当、新作为。
与此同时，我还加入了《人民代表报》河南
通讯员微信群，并与编辑老师们加强联
系，在投稿与改稿的来往中，进一步加深
了与《人民代表报》的情谊，坚定了我继续
做好人大宣传工作的决心和信念。

35 年风雨同舟，35 年追梦共行！《人
民代表报》，我永远的良师益友。一个

“老人大”将和您一路前行，永不分离！

风雨同舟 追梦共行

■ 孙晓屏（云南）

网络上流行一句灰色幽默语：“世界上最遥远的
距离，是我在你身边，而你却在玩手机。”放眼望去，公
交地铁、人行道上都有人低头玩手机。上至银发老
人 ，下 至 穿 着 尿 不 湿 的 孩 童 ，玩 起 手 机 来 都 难 以 控
制。很多人没时间锻炼，没时间亲子娱乐和陪伴尽
孝，却有大把的时间对着手机傻笑。他们不再愿意，
甚至没有能力与身边人交流，而是沉迷于和素未谋面
在网络另一端的“朋友”谈天说地。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其公众号里说道：“刷
视频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读书才是更值得做和最
应该做的事。”一语惊醒梦中人。在过去的 2023 年，我
自己基本没怎么读书，一年之中，只到云南省楚雄彝
族 自 治 州 禄 丰 市 图 书 馆 借 过 唯 一 一 本《读 者》合 订
本，前前后后看了大半年才粗略看完，就连儿子都批
评我，拿起书本就瞌睡，刷起视频倒不会累。

为什么看书总是犯困，而玩手机就不会累？我在
知乎上找到了具有“技术含量”的答案：因为看书需要
思考，而玩手机不需要动脑！玩手机，就好比有人陪
你聊天，它的反馈很及时；而读书就好比与人面对面
聊天，自己说了半小时，听众才回你一句，其反馈信息
少，因此玩手机比读书更有趣。

最近，因眼睛不适到医院就医，医生只是进行了
初步检查，就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你这是典型的干眼
症！今后要少玩手机，少看电视、电脑，特别是夜晚光
线没有白天强，更要注意！就医结束，看着处方上“干
眼症确诊”几个字，思绪万千，彷徨悔恨之情涌上心
头。小时候，为了保护视力，爸妈总是让我晚上少看
书，还省吃俭用让我补充营养，但过去看的书很多，视
力也没下降多少；而近年来，自己读的书越来越少，而
视力却呈加速度下降。

元旦假期，认真总结过去的一年，因为读书少，带
来的便是心灵的空虚，知识的匮乏，能力的恐慌；因为
读书少，视野和眼界变得狭窄，在工作生活中更容易
动怒；因为读书少，刷手机的时间多了，与人沟通交流
的时间少了；因为读书少，思想变得消极，思维变得迟
钝，解决问题的办法少了……

痛定思痛，下定决心，与家人约定，新年伊始少刷手机、多看书。到书架翻
出尘封已久的《纳兰词》认真阅读。用情，体会纳兰性德通过文字寄托的思念与
落寞；用心，感悟生活的不易与生命的真谛。“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
夜深千帐灯。”人生路漫漫，何曾有坦途；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流水过往、
一去不返，青春易逝、容颜易老，唯有在书的世界里，亮着星星点点的灯，让人寂
静欢喜。

想要除去田野里的荒草，最好的办法是种上庄稼。同样，想要除去心灵
的荒秽，最好的办法就是学思践悟。读书，能拓宽灵魂的广度和宽度，能在
跌宕起伏的生活中拥有处变不惊的强大内心；读书，是为了成为一个有温
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因为，你读过的书其实早已融进你的血液，你现在
的气质里，藏着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只要一个触动点，思维和灵感就会喷
涌而出。

脚 步 不 能 丈 量 的 地 方 ，文 字 可 以 ；眼 睛 看 不 到 的 地 方 ，文 字 可 以 。
笛 卡 尔 说 过 ：“ 读 一 本 好 书 ，就 是
和 许 多 高 尚 的 人 对 话 。”新 年 伊
始 ，让 我 们 接 续营造好“书香人大”
良好氛围，放下手机，大家一起多读
书、读好书！

新
年
伊
始

阅
读
先
行

■ 张淑宁

主动审查，又称依职权审查，是指审
查主体依据法律、法规赋予的职权，主
动对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是否存在
与 上 位 法 相 抵 触 、明 显 不 适 当 等 问 题
进行研究、判断，并区分不同情形加以
处理。主动审查是备案审查最早采取
的 工 作 方 式 ，随 着 对 其 认 识 的 不 断 深
化 ，主 动 审 查 的 工 作 力 度 得 到 不 断 加
强。

主动审查实践起源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备案审查制度开
始于 1979 年。1979 年地方组织法规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根
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
在和国家宪法、法律、政策、法令、政令不
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订和颁布地方性
法规，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和国务院备案。”地方组织法颁布后，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始制定地方性法
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备案审查工作开
始了探索。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对 1979 年
11 月至 1982 年 6 月底收到备案的 296 件
地方性法规进行了审查，并在 1982 年 8
月举行的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
次会议上，将《对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报送备案
的地方性法规的审查意见》印发常委会
组 成 人 员 审 阅 ，大 家 同 意 这 个 审 查 报
告 。 办 公 厅 将 审 查 意 见 反 馈 制 定 机
关。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查地
方性法规。

1982年宪法为备案审查
提供宪法依据和制度前提

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国务院根据
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
规，发布决定和命令。宪法第一百条规
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
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
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并报全国人

大常委会备案。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下列职权：（七）撤
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
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八）撤销省、自
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
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
规和决议。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备案审查的
通常做法是：对备案的地方性法规，由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局登记后，
交由专门委员会研究，如有意见，由办
公厅转有关地方人大常委会处理，或由
专门委员会向常委会提出报告。据统
计，1993 年至 1997 年，报送全国人大常
委会备案的地方性法规 3692 件，各专门
委员会经审查发现与宪法、法律相抵触
的地方性法规 93 件。1993 年至 2004 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每年都对地方
性法规进行审查，对存在问题的法规作
了相应处理。

2000年制定的立法法没
有明确规定主动审查方式

由于备案的地方性法规数量多，审
查任务繁重，在 2000 年立法法制定时，
有意见提出改变主动审查方式。2000
年 3 月，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 立 法 法 ，第 五 章“ 适 用 与 备 案 ”规 定
了依申请审查方式：国务院、中央军事
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 委
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
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
的 ，可 以 向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书 面 提 出
进 行 审 查 的 要 求 ，由 常 委 会 工 作 机 构
分 送 有 关 的 专 门 委 员 会 进 行 审 查 、提
出意见。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
业 事 业 组 织 以 及 公 民 认 为 行 政 法 规 、
地 方 性 法 规 、自 治 条 例 和 单 行 条 例 同
宪 法 或 者 法 律 相 抵 触 的 ，可 以 向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书 面 提 出 进 行 审 查 的 建
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
必 要 时 ，送 有 关 的 专 门 委 员 会 进 行 审
查 ，提 出 意 见 。 立 法 法 没 有 明 确 规 定
主 动 审 查 方 式 。 2000 年 10 月 ，九 届 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委员长会议通
过《行 政 法 规 、地 方 性 法 规 、自 治 条 例
和 单 行 条 例 、经 济 特 区 法 规 备 案 审 查
工作程序》，对立法法规定的审查程序
进行细化和完善，也没有规定主动审查
的内容。

2015年立法法修改前的
主动审查工作

2003 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
次委员长会议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
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
备案审查工作程序》进行了修改，规定

“专门委员会对备案的法规认为需要审
查的，可以提出书面的报告，经常委会办
公厅、法工委研究，报秘书长同意后，进行
审查。”工作程序增加对备案法规有选择
地进行主动审查的程序，审查工作实行依
申 请 审 查 与 主 动 审 查 相 结 合 的 方 式 。
2005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委
员长会议修改该工作程序，并通过《司法
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这两个工作程
序为主动审查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更具操
作性的依据。2006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监督法。监督法
设“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一章，在法律
层面将司法解释纳入备案审查范围。

2004 年 5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法规备案审查室成立，其职责包括：对
公民等提出的违宪违法审查建议提出意
见；开展法规、司法解释的审查工作；研
究法律实施中需要由宪法和法律解释的
问题并提出意见等。法规备案审查室下
设两个处，其中，二处负责对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特区
法规以及司法解释进行主动审查研究。
法规备案审查室成立后即探索对行政法
规、司法解释逐件开展主动审查，对地方
性法规开展有重点的主动审查，并逐步
形成制度化、常态化。

从法律层面对主动审查
进行规定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
备案审查工作。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提出要“健全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备案审查制度”。2014 年，党的十八
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
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
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
规范性文件，禁止地方制发带有立法性
质的文件。”2015 年，中央办公厅印发了
相关文件，首次提出“有件必备、有备必
审、有错必纠”的备案审查工作要求。

2015 年 3 月，立法法修改，将第五章

更名为“适用与备案审查”，在第九十九
条依申请审查条文后增加一款，规定：

“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
机构可以对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进行
主动审查。”这从法律层面第一次明确规
定了主动审查，丰富了审查方式。

党中央的部署要求和立法法的修改
推动了主动审查工作的发展。据统计，
2013 年至 2017 年十二届全国人大期间，
法工委对报送备案的 60件行政法规、128
件司法解释逐件进行主动审查研究，审
查发现 5 件司法解释存在与法律不一致
等问题，及时研究提出处理意见。例如，
2015 年 6 月，审查发现民事诉讼法司法
解释中有关拘传原告和被执行人的规定
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一致，经反复沟
通，制定机关已作出妥善处理。

实现主动审查全覆盖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

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
作，维护宪法权威。2018 年 1 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
体会议上提出，“要健全备案审查制度，
所有的法规规章、司法解释和各类规范
性文件出台后都要依法纳入备案审查
范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备案审查工
作，当然就包括审查有关规范性文件是
否存在不符合宪法规定、不符合宪法精
神 的 内 容 ，要 加 强 和 改 进 这 方 面 的 工
作。”

党的十九大以后，逐步探索对报送
备 案 的 地 方 性 法 规 、自 治 条 例 和 单 行
条 例 、特 区 法 规 等 逐 件 开 展 主 动 审
查 。 自 2017 年 始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每
年 听 取 和 审 议 备 案 审 查 工 作 情 况 报
告。在听取和审议工作情况报告制度
的推动下，基本做到法规、司法解释逐
件主动审查。2018 年法规备案审查室
对 报 送 备 案 的 1238 件 法 规 、司 法 解 释
逐 件 进 行 主 动 审 查 ，2019 年 对 报 送 备
案 的 1485 件 法 规 、司 法 解 释 逐 件 进 行

主 动 审 查 ，2020 年 对 报 送 备 案 的 1269
件法规、司法解释逐件进行主动审查，
2021 年 对 报 送 备 案 的 1862 件 法 规 、司
法 解 释 逐 件 进 行 主 动 审 查 ，2022 年 对
报 送 备 案 的 1146 件 法 规 、司 法 解 释 逐
件进行主动审查。

2023 年 3 月 ，立 法 法 第 二 次 修 改 。
修改后的立法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报送备案的行政法
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 和 单 行 条 例
等 进 行 主 动 审 查 ，并 可 以 根 据 需 要 进
行专项审查。国务院备案审查工作机
构 可 以 对 报 送 备 案 的 地 方 性 法 规 、自
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部门规章和省、自
治 区 、直 辖 市 的 人 民 政 府 制 定 的 规 章
进 行 主 动 审 查 ，并 可 以 根 据 需 要 进 行
专项审查。”立法法的修改进一步明确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主 动 审 查 的 范 围 ，并
且规定了国务院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开
展主动审查的范围。

（来源：中国人大网）

主动审查的法律规定和实践发展历程回顾

▶ 1982 年 12 月 4 日，五届全国人大五
次会议通过的现行宪法明确界定和划分
了中央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
的立法权限，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
定法律，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地方人大
制定地方性法规，确立了统一分层次的立
法体制。这些规定为备案审查制度的形
成提供了明确的宪法依据。图为五届全
国人大五次会议大会会场。

◀ 1979 年 ，五 届 全 国 人 大 二
次会议通过地方组织法，赋予地方
国家权力机关立法权，在当时提供
了人大开展备案审查工作的最初
依据和框架，构成了今天规范性文
件备案审查制度的雏形。图为五
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分组审议现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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